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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

在我国民间，流传着许
多华佗治病救人的有趣故
事和感人事迹。这表达了
人们对一代神医的深深景
仰与怀念。

传说，有一次，华佗被一
个王爷请去，请其为他三岁
的小公子治病。小公子虽经
诸多医生诊治，但都无效。
他饮食、汤药都难下咽。经
查脉，又脉象正常，脸色也没
有什么异常。这是何种疑难
病呢？华佗百思不得其解。

于是，华佗命王爷的侍从取食物送
入小公子嘴里，让他进食。只见小公子
勉强动嘴，却咽不下，也吐不出。在这
种状况下，他的脸部涨得通红，表情甚
为痛苦。

经反复观察，华佗确定小公子的咽
喉内一定有异物。经过仔细地询问后，
华佗方知侍从带小公子在荷塘边游玩
时，小公子不小心吞进了一颗荷叶上的
螺蛳，并卡在喉咙里了。

华佗弄清病因后，又开始苦思治疗
方法。考虑到诸医汤药都没有效力，他
不由得陷入了沉思之中。突然，他灵机
一动，想出了一个妙招。他马上让王爷
吩咐侍从，速去购买 100 只鸬鹚回来。
接着，华佗便把鸬鹚的口涎徐徐灌进小
公子的口里，让小公子静养。第二天早
晨，侍从便急告华佗，小公子能咽进食
物了。

小公子病好之后，王爷设宴感谢华
佗搭救儿子之恩。席间，王爷问华佗，此
秘方从何而得？华佗说，我以前在江边
采药时，发现鸬鹚专门觅田螺为食。因
而我想，鸬鹚口涎定能化解田螺，小公子
是被田螺所便，因而用此为药，故而取得
此效。王爷听罢，不禁感叹：神医果真是
名不虚传呀！ （张勤 辑）

广西百色旧石器时代石器
的发现，可以追溯到1973年。那
年的秋天，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尤玉柱、广西博物
馆赵仲如等专家在广西百色上
宋村进行古生物化石和矿物矿
藏的勘察和搜索时，偶然在一段
冲沟和表层泥土里发现了 11 块
打制石器。后来这些打制石器
被送到中科院研究。1975年，中
科院古脊椎动物专家尤玉柱和
石器研究专家李炎贤联合发表
了《广西百色发现的旧石器》研
究报告，认为发现的11块打制石
器年代距今 13 万年到 1 万年左
右，研究报告引发了国内外史前
考古学界的极大关注。为了进
一步确定百色石器的年代，1993
年，在严格挑选之后，考古队将
在广西百色百谷遗址发掘探方
中发现的石器和同一土层原生
玻璃陨石，送到北京中国原子能
科学研究院检测。中国原子能
科学研究院物理学专家们利用

“裂变径迹法”测定后得出结论
令人意想不到：这些陨石的年代
距今为 73.3 万年左右。从 1986
年起古脊椎所的黄慰文等与广
西考古部门连续多年在百色盆
地调查和发掘，采集的石器已经
超出5000件。

值得一提的是，这5000多件

的石器中，除了手镐、砍砸器、刮
削器、石片等外，手斧占10%。手
斧是两面打制的重型工具，旧石
器工业技术中，能否制造并使用
手斧，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智
力进化和适应能力的重要标准。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美国
哈 佛 大 学 人 类 学 家 莫 维 士

（HallamL.Movius）带领考察团到
东南亚考察。他在缅甸北部等
地区发现了大批仅单面打制的
石器。根据这些石器仅仅单面
打制的特点，莫维士在欧亚大陆
的中部划了一条著名的“莫氏
线”，将旧石器时代早期一分为
二：一边是先进的“手斧文化
圈”，包括非洲、欧洲等；一边是
落后的“砍砸器文化圈”，包括东
亚、东南亚。他认为，在过去200
万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生活在
非洲、欧洲的直立人，能掌握着
先进的阿舍利技术，能够打制程
序规范、技术复杂的手斧等两面
打制工具；而亚洲兄弟则缺少这
样的能力，只能使用如砍砸器和
未经加工的石片。“手斧文化圈”
代表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而

“砍砸器文化圈”是一个“文化滞
后的边缘地区”。

百色旧石器手斧的发现，是
挑战和否定“莫为氏线”的有力
证据。2000年，由中国科学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
员侯亚梅等9位中外科学家共同
撰写的广西百色盆地手斧的研
究报告发表于美国《科学》，引起
了强烈轰动。

广西是人类起源研究的重
点地区之一。早在 80 万年前的
旧石器时代，广西百色壮族地区
就有了人类活动，他们就开始利
用随处可见、垂手可得的石头打
制成各种形状的石器，如手斧、
手镐、砍砸器、刮削器、石片等进
行生产生活。人类与医疗卫生

是密不可分的，有了人类就有了
医疗活动。人类最初的目的是
生存和繁衍，在生命出现以后，
最初的本能就是获取食物，有了
食物才能获得营养，维持身体的
新陈代谢，保持生存。因此，食
物安全由原始的认识逐渐到有
意识的经验积累；人类为了避免
被其他动物伤害，又进化出安全
自救的本能，就产生了原始卫生
活动。另外，原始的石器加工制
作，也为人类的外伤治疗和预防
积累了原始的经验。

广西百色手斧的发现与壮医药起源
■ 本报记者 陆文 覃文波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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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感怀
■ 梁 振

生活百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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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百色旧石器时代手斧（迄今 80万年前），高 25厘米。手斧是旧
石器时代人类制作和使用的重型工具，用于屠宰大型动物、切割关
节筋络、砍树枝及加工木器等方面，是一种多用途的工具。

A面 B面

本版“医林医事”栏
目面向广大读者长期征
稿，详情见本版 9 月 20
日“开栏语”。

征稿作品须为原创
文章，未曾公开出版和
发表，未曾在互联网上
发布，应征作品篇幅不
超过 1500 字。投稿时
欢迎附照片、视频等素
材。征稿作品请通过电
子 邮 件 发 送 至 邮 箱
mzyyb8b@126.com，并在
邮件主题处注 明“医林
医事”。来稿请自留底
稿，两个星期内未收到
用 稿 通 知 ，可 自 行 处
理，在此期间请勿一稿
多投。

见 报 作 品 均 付 稿
酬，同步在微信公众号
刊发。投稿请附 100 字
以内的个人简介、真实
姓名、联系地址、身份证
号、电话、微信、个人生
活照 1 张。对来稿我们
将择优采用，诚挚欢迎
您的来稿，也可为我们
提 供 线 索 （0771-
3111798）。

民族医药报编辑部
2024年9月27日

一年一度秋风劲，转眼
不觉国庆来，夜深人静，我独
自倚坐窗前，望着窗外滔滔
北去的湘江，想起远在老家
八十有余的父母，总想写下
点文字。

父亲年幼痛失父母、兄
长，是党和人民的教育培养，
使他读完大学，成长为一名
新中国基层教育工作者。

从我记事时起，父亲就
教我熟读《三字经》《千字文》
和《弟子规》等国学精华，讲
述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历
史故事，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灌输先贤儒家思想，教
导我们做人做事，传承正直
朴素家风祖训。

等我再稍大些，父亲就
开始从近代百年列强入侵，
抗日战争危难的中国，到我
们家族的荣辱兴衰，讲我爷
爷三兄弟，在日军侵华的战
乱中如何保家卫国……父亲
孩提时代便过着颠沛流离的
日子。

而父亲讲得最多的，是
大 伯 梁 莹 烈 士 的 革 命 故
事。我们家族经历重重磨
难 之 后 ，家 境 逐 日 衰 落 。
大伯矢志不渝坚持革命信
仰 ，把 家 里 的 最 后 家 当 变
卖典质，投身于革命洪流，
秘密招纳热血青年参加革
命 ，创 建 根 据 地 。 大 伯 曾
先后在广西省立桂林师范
求 学 五 年 ，其 间 还 积 极 参
加 抗 日 救 国 ，直 到 抗 战 最
后胜利。也是后来桂北游
击队全灌起义主要骨干成
员 之 一 。 直 到 解 放 前 夕 ，
大 伯 因 赶 送 上 级 紧 急 指
示 ，途 中 在 全 州 县 白 宝 天
神 岭 交 通 站 被 围 追 堵 截 ，

突 围 不 利 而 壮 烈 牺 牲 ，时
年还不满二十六岁。二伯
梁 祖 生 、堂 伯 梁 祖 德 也 曾
先后成为桂北游击队骨干
力 量 ，他 们 后 来 也 分 别 在
灌阳县新圩铺门前及竹山
里 战 斗 中 英 勇 牺 牲 ，一 门
三 烈 士 ，感 动 千 万 人 ！ 在
大 伯 的 引 领 下 ，全 村 乡 亲
先后有数十人参加革命活
动 ，为 新 中 国 解 放 事 业 做
过应有的贡献。

父亲每每讲到这些，激
动难抑。叮嘱我们兄弟几
人：“志在四方，爱家报国。”
我们兄弟始终牢记着父亲的
谆谆教诲。在成长的道路上
奋发图强、敬业爱岗，用成绩

来告慰先辈的在天英灵，抚
慰父母的殷殷厚望。

如今，我们兄弟数人均
已成家立业，事业有成。我
从事银行信贷工作及个人客
户经理 30 多年，获得过中国
工商银行广西区分行“优秀
信贷员”光荣称号及“工银成
就奖”，《传承好家风，共圆家
国梦》获工商银行广西区分
行建党百周年征文二等奖，
曾有文章收录《中国金融文
库》，为工行的业务发展、支
持地方经济建设贡献了绵薄
之力。

父母退休多年，儿孙满
堂，和睦安详。经历了几十
年沧桑的老人，仍能保持豁
达从容的心境。我们要感
恩父母的教导，继承祖辈光
荣 传 统 ，传 承 正 直 朴 素 家
风，踏踏实实做人做事，为
实现“中国梦”添砖加瓦，共
创美好未来。

这可能是我们对国庆的
最好献礼。

十月的秋风
吹动稻田里的麦穗
枫叶将其染红
丰收为其着色
大地变成欢乐的海洋
十月的喜悦
绽放了祖国的笑脸
张灯结彩的热闹
喜气洋洋的景象
共庆新中国的华诞
放眼凝视

威武长城不断蜿蜒
滚滚长江流不停息
历史的丰碑
记载着英雄的丰功伟绩
党的正确领导
翻开了共和国的新篇章
改革开放的号角
吹响神州大地的辉煌
亿万中国人民的努力
共同奏响祖国的新希望

十月赞歌
■ 翁桂涛

诗苑


